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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生态环境部通报11月和1—11月
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408万吨黑色雨污水竟直排“母亲河”

夯实绿色根基 发展绿色产业 释放绿色动能

徐州奋力描绘新时代最美生态画卷
◆本报见习记者刘浩
通讯员吴云 程凯

年终岁尾，天地始寒，但在“一城青
山半城湖”的江苏省徐州市，游人依然
络绎不绝。近年来，徐州奋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截至今年 11 月底，徐州建成
区 绿 地 率 达 42.16% 、绿 化 覆 盖 率 为
43.2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75 平方
米；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市 44 个国省考
断面全部达标，水质情况达历年来最好
水平，7 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均达 100%。

夯实绿色根基，居民生
活环境更“优”

“印象中徐州是老工业基地，没想
到绿化这么好，街头到处都是大大小小
的免费公园。”周末来徐州游玩的无锡
游客赵先生，本来是冲着当地美食来
的，没想到被徐州的颜值给折服了。

行走在徐州的大街小巷，“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的绿色生活圈逐步实现，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去年的 16.5平方米
增加到今年的17.75平方米。

近年来，徐州市自然生态保护和修
复持续强化。今年 1 月，徐州市启动为

期三年的“重点流域水生态调查与健康
评价”，在全市国省考断面控制单元汇
水范围内，对主要河流、湖泊、饮用水水
源地进行“大体检”，形成水生态环境基
础数据集、水生生物图谱、调查与健康
评价报告等五大成果。目前已完成 3
期（枯水期、平水期、丰水期）调查评估，
编制完成《徐州市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
调查评估报告（2023 年度）》以及骆马
湖（徐州）、京杭运河（徐州段）、黄河故
道水生态环境调查评估专题报告，将进
一步解决徐州水生态环境问题、指导水
生态保护修复。

而土壤修复的有序推进，进一步夯
实了徐州的绿色根基。近日，新沂经济
开发区土壤修复保护及产城融合开发
EOD 模 式 试 点 项 目 已 制 定 完 修 复 方
案，正准备进行招投标工作。

“这个项目将融合推进新沂经济开
发区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特色产业发
展，将新沂经济开发区打造成‘生态型
产业发展示范区’，助力新沂市建设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发展绿色产业，企业生
产动能更“强”

一 批 批 废 钢 进 入 生 产 线 ，经 过

1000 多摄氏度的高温，采用短流程连
续加料电弧炉冶炼工艺，37 分钟就能
出一炉新钢。在徐州金虹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一种全废钢绿色循环再生产模
式能够实现全过程“吃干榨净”，冶炼过
程中的废气、废水全部循环再利用，炼
钢炉渣部分再利用，剩余部分生产成建
材砂和防锈砂。

企业负责人指着炉渣说：“以前这些
废弃炉渣需要花钱请人来处理，现在经过
加工变废为宝，售价达到200多元/吨。”

近年来，徐州大力推进绿色产业发
展，积极创建绿色园区、绿色工厂，淘汰
落后产能、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绿
色体检”帮扶，提高企业“含绿量”。

工信部 11 月公示的 2023 年度国家
级绿色制造名单，江苏君乐宝乳业有限
公司等6家企业入围绿色工厂公示名单，
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围绿色工业
园区公示名单。目前，徐州市累计已有15
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个国家级绿色园区。

“减排不减产”，才能实现生态与经
济双赢。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强化工业
源、移动源、扬尘源、面源污染防治，实施
科学有序深度减排。在今年开展的空气
环境质量“双月攻坚”行动中，聚焦 122
家重点排放大户深度减排，实施 1521
项治气工程建设，完成 980 项生物质锅
炉治理和 5家生物质电厂整治任务。

释放绿色动能，“双碳”
发展道路更“活”

“双碳”时代的来临，激活了绿色动
能，加速打开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之间的连接通道。

活性炭的使用规范关系到减污降
碳成效。近日，铜山生态环境局正在积
极构建活性炭“智换炭”智慧监管平台，
为活性炭设施建立信息化档案，对企业
活性炭采购、更换、处置等重要环节实
现全生命周期管理。

铜山区将涉 VOCs 排放且使用活
性炭作为吸附剂材料的企业均纳入“智
换炭”智慧监管平台。企业通过扫描注
册二维码进行活性炭信息填报。活性
炭临近到期前，系统会自动提醒企业及
时足量地更换设施内的活性炭，实现对
废气治理设施有效管理。

江苏省新型能源体系示范启动暨徐
州 市 绿 色 低 碳 能 源 产 业 发 展 推 进 大
会近日在徐州举行。这次大会上，江苏省
发改委发布《徐州市新型能源体系中长期
发展规划（2023-2030 年）》，从省级层面
共商共谋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大计。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徐州
正以更优更强更活的方式奋力描绘新
时代最美生态画卷。

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今日向媒体通
报了 2023 年 11 月和 1—11 月全国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

一、总体情况

11 月 ，全 国 339 个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2.5%，同比上升 0.6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期上升 7.1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5%，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 33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2.9%，较 2019 年同期下
降 19.5%；O3 平均浓度为 98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1.0%，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3.0% ；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61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上升 7.0%；SO2平均浓度为 9 微
克/立方米，同比持平；NO2平均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7.7%；CO 平
均浓度为 1.0毫克/立方米，同比持平。

1—11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

城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5.8%，同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期上升 3.3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5%，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 29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3.6%，较 2019 年同期下
降 14.7%；O3平均浓度为 146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0.7%，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2.7% ；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52 微 克/立 方
米，同比上升 6.1%；SO2平均浓度为 8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1%；NO2 平均
浓 度 为 21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5.0% ；CO 平 均 浓 度 为 1.0 毫 克/立 方
米，同比持平。

11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由沙尘天气导致的平均超标天数比例
为 1.9% ；1—11 月 ，由 沙 尘 天 气 导 致
的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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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临近，冬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哈尔滨冰雪旅游燃爆全网。图为雪雕师正在雕刻第36届
哈尔滨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大型雪雕作品《惊喜的太阳公公》。 本报见习记者曾震摄

◆本报通讯员聂艳萍 谢勇记者王小玲

2021 年 9 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通报，
遂宁新景源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景源公司）长期以“土壤改良”之名非法
处置污泥，严重污染土壤环境。

面对这份通报，遂宁市成立专班、多部门
合力协作，强力推动整改，在全市打响了一场
生态环境保护“翻身仗”。如今两年过去了，
整改效果如何？

开“良方”：“体检”各项指标
稳定达标

寒冬时节，草木凋零。遂宁市船山区老池
镇书院村的田地里，却是一片翠绿，生机勃勃，
工人正忙着为油菜间苗。

看着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油菜地，遂宁
市船山生态环境局局长邓旭东说：“经过两年
多的修复治理，目前，场内地表水、土壤、农产
品质量均已稳定达标。”

曾经的“病地”是如何转危为安的？遂宁
开出了先溯源再整改、应急处置与修复治理
并重的“良方”。遂宁市委、市政府根据新景
源公司污泥接收台账，组织 3 个工作组分赴
广安、南充、内江等地 42 家污水处理厂开展
污泥溯源工作，精准掌握污泥来源、性质和数
量，并先后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土壤
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

同时，派驻县级干部 24 小时现场带班督
导，并从公安、住建、生态环境、农业、规划等
部门和辖区乡镇抽派干部驻点值守，对开挖、
清运、处置、消纳、修复等工作进行闭环管
理。2021 年 12月，所有污泥处置工作完成。

做好污泥应急处置，土壤后期修复治理
也很关键。船山区农业农村局委托四川农业
大学资源学院编制了《遂宁新景源生物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农用地安全利用方案》，并于
2022 年 3月正式实施。

船山区农业农村局土壤及耕地质量提升工作组组长蔡斌介绍，
该方案针对风险评估报告提出的问题分类施策，对 1.39 亩安全利用
类农用地采用客土法，换土 60 厘米进行治理修复；对污染的水塘底
泥采取底泥清挖，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园林绿化标准后，用于城
市绿化和园林使用。

“针对深层土壤污染地块采取施用熟石灰进行钝化，并种植油
菜、高粱、小麦、大豆等浅根系作物。对酸碱度偏低地块，采用施用熟
石灰进行土壤酸碱度调节。”蔡斌介绍。

治理效果如何，还得用数据说话。农用地安全利用方案中明确
提出，在安全利用农用地及其他治理区域内建立地表水、土壤效果监
测点，进行两年跟踪监测，要求每年定期定点进行监测。

对农产品在大小春作物成熟时进行采样检测，每年监测两次。
目前已检测农产品三季，均为合格。“今年秋收的大豆已送至检验中
心，待检验结果出来后，我们将综合这两年的监测、检验数据对实施
效果进行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进一步采取相应的措施。”蔡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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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肖琪

12 月的湟水河还未结冰，浅浅的河床
上停歇着几只水鸟。河道的一侧坐落着西
宁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与夏季不同，距离
河道 2 米左右的城市污水箱涵溢流口，在
冬季显得有些安静。如果是雨季，这里完
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溢流口“声势浩大”，将
大量雨污水直排湟水河。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公
布了青海省西宁、海东两市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短板明显、溢流直排问题突出的典型
案例，直指两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历
史欠账多，排水管网中雨污管道多处混接
错接，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等问题。

典型案例还指出，污水溢流或直排最
终会影响周边河流水质。流经西宁、海东
两市的正是黄河重要支流湟水河——当地
人的“母亲河”。

直排雨污水408万吨，“母
亲河”变“纳污河”

湟水与九曲黄河在青海省东部形成了
一片肥沃的三角地带，这就是河湟谷地，它
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区域之一，以

全省 3%的土地集聚了 65%的人口。西宁、
海东两市坐落于此。

督察组发现，西宁、海东两市污水处理
厂建设滞后，跟不上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
的速度，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

典型案例指出，西宁市城区现有 8 座
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49.75 万吨，
实际处理能力缺口约 11 万吨。为此，《西
宁市“十四五”城市排水规划》将第三污水
处理厂 8 万吨扩能工程列为重点工程，要
求 2022 年底完工，但这一工程在 2023 年 4
月才建成投运，投运后处理能力的缺口仍
然很大。

海东市同样存在污水处理厂工期滞后
的情况。循化县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1 年 5 月就得到批复，
但建设工期一直拖延，截至督察时只完成
总工程量的 85%。早在 2017 年，循化县就
提出建设城北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就批复了三次，建设
期限从 2018 年变成 2021 年、再变成 2023
年。截至督察时，工程尚处于场地平整阶
段，建成时间又推延到 2024 年。

建了新厂仍旧解决不了问题，在建项
目也一推再推，无法处理的雨污水直排“母
亲河”。今年 5 月至 10 月，西宁市通过污水
箱涵溢流口向湟水河直排雨污水 408 万
吨，平均每天直排 2.2万吨。

同样是今年雨季，海东市民和县横跨
湟水河的排污管道有大量雨污水通过检查

口喷涌而出。该县川口镇边墙村东侧排口
也有大量生活污水直排湟水河，化学需氧
量 、氨 氮 浓 度 分 别 是 地 表 水 Ⅲ 类 标 准 的
34.4倍、74.8倍。

管网规划整改滞后，雨污混
流问题突出

11 月 15 日，西宁晚报刊登了一张城东
区杨家三巷北口一窨井向外冒污水的图
片。市民反映，靠近巷子北端的几口窨井
经常冒水，原本就不宽敞的巷道路面上都
是污水和排泄物，不仅气味难闻，还给大家
的生活和出行造成影响。对此，相关部门表
示，这是因排水不力和管道堵塞所导致。

实际上，城市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管
道，权属和功能各不相同，哪些情况会导致
排水不力，进而造成雨污混流、污水直排、
内涝积水等情况？督察人员告诉记者：“雨
污管网混接错接漏接、破损、阻塞都可能造
成。”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城镇污
水 处 理 提 质 增 效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19—
2021 年）》明确要求，各地要利用 3 年时间，
全面排查污水管网功能状况和错接混接等
基本情况。

然而督察组发现，西宁、海东两市相关
工作推进滞后，雨污混流问题突出。

西宁市直到 2023 年 4 月，才对主城区
市政道路两侧的 1897 公里雨污管道开展
排查，发现了 1419 处雨污混接错接问题。

截至督察时，尚有 1171 处未完成改造，完
成率仅为 17%。同时，在对 280 公里老旧
管道开展内部检测时，发现较为严重、影响
管网功能的缺陷就有 1242 处。

海东市则直到 2023 年 7 月才组织各县
区开展城镇生活污水管网排查，10 月完成
后，发现雨污混接错接问题 924 处，截至督
察时才着手开始整治。

今年夏天，北方地区暴雨导致城市内
涝的新闻屡见报端。6 月至 10 月期间，西
宁市就发布了多次暴雨预警。在暴雨侵袭
之下，雨污混接错接可能造成 污 水 直 排 。
10 月督察暗查时发现，西宁市城北区景
程路和济湟路交叉口东侧截污干管溢出
的生活污水直排北川河；天津桥西北角一
个排口直接向北川河排放黑色污水；民和
路 桥 西 雨 水 排 口 也 有 黑 色 污 水 直 排 湟
水河。

除了污水直排，雨污混接错接还会导
致污水处理厂“不堪重负”。督察组发现，
海东市化隆县污水处理厂在雨季时被大量
雨 污 混 合 水 淹 没 ，导 致 厂 区 内“ 污 水 横
流”。化隆县群科新区污水处理厂在雨季
也同样被雨污水淹没厂区。“此外，雨水大
量进入污水处理厂还会导致进水水质不达
标，加重污水处理厂的运转负荷，无形中降
低了污水处理效率，形成资源浪费。”督察
人员表示。

下转二版

本报讯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近日
到许昌长葛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
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要求，不折
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
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

在河南鑫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
司，楼阳生察看企业车间和生产设备，听
取落后产能淘汰情况和整改措施汇报。

他 指 出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
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督察整改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坚决整改、科学
整改、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整改落
实的实际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楼阳生询问许
昌市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此
次生态环保督察为契机，以生态环境
治理倒逼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转变，
创新技术、更新工艺、升级设备、优化
流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不
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河南青浦合金
材料有限公司，楼阳生详细了解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
转型升级不仅是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要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拉高标杆、提高
标准，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升能源综
合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实现健康
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楼阳生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
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
意义，扛稳责任抓整改，对督察反馈的
问题和意见，主动认领、摸清实情，逐项
建立整改台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
任人和时间表，以负责任的态度、科学
务 实 的 举 措 ，确 保 问 题 改 到 位 、改 彻
底。要标本兼治抓整改，举一反三全面
开展排查治理，把“当下改”和“长久立”
结合起来，抓好建章立制，健全长效机
制 ，全 面 提 升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质 量 和
水平。要着眼长远抓整改，持续优化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
和农业投入结构，走好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
量发展。 刘俊超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到许昌长葛市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时强调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

本报讯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获悉，2023 年，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和巴彦淖尔市
四地大力实施清洁取暖改造，中央和自
治区财政共投入改造资金 14.23 亿元，
已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21.33万户。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推进清洁取暖
改造工作，坚持“宜电则电、宣气则气、
宣热则热”的原则，因地制宜、以供定改，
稳妥推进改造工作。通过实施清洁取暖
改造，内蒙古每年可减少原煤散烧 76.32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526.4吨、氮氧
化物排放839.5吨、颗粒物排放 7632 吨。

2023 年进入采暖季以来，采取清
洁供暖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
布市、巴彦淖尔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 6.7%，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同比下

降 20%，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同
时，清洁取暖改造后，让当地百姓彻底
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取暖方式，人居环
境和生活品质有了明显改善，过上了干
净又方便的生活，既暖身又暖心，幸福
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清洁取暖改
造，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积极协
调能源部门，推进电网增容改造，保障电
力稳定供应，并在清洁取暖改造完成后一
年内，不拆除原有采暖设施，确保人民群
众温暖过冬；会同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大督
导力度，确保呼和浩特市等地在 2024
年全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实现应
改尽改；指导通辽市、赤峰市等地区积极
做好清洁取暖改造申报工作，努力争取中
央和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 李俊伟

内蒙古四地大力实施清洁取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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